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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选穴规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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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 目的 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选穴规律。方法  检索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知识

服务平台、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、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近 10 年收录的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文献,

建立慢性湿疹临床处方数据库,运用 SPSS Statistics 24.0 及 SPSS modeler 14.1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、

关联规则分析与聚类分析。结果  共纳入 98 篇临床研究文献,收集穴位处方 116 条,涉及腧穴 56 个,频率最高的

前 5 位腧穴为阿是穴、曲池、血海、足三里、三阴交,选取的经脉以足太阴脾经、手阳明大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

足阳明胃经为主,特定穴以合穴、交会穴、背俞穴最为常用,治疗方式以火针、穴位注射、毫针针刺应用最多。

关联规则分析显示曲池-血海、曲池-血海-足三里为支持度最高的穴对和穴组。通过对使用频数≥5 的腧穴进行

聚类分析,可将腧穴分为 3 大类。结论 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可发现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选穴规律,为临床针灸治

疗慢性湿疹选穴提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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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性湿疹由急性、亚急性湿疹反复发作不愈,而转

为慢性,亦可一开始即呈现慢性炎症,表现为患部皮肤

增厚、浸润、棕红色或带灰色,色素沉着,表面粗糙,

覆以少许糠秕样鳞屑,或因抓破而结痂,个别有不同程

度的苔藓样变。自觉有明显瘙痒,常呈阵发,易复发,

经久不愈[1],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[2]。

目前,西医治疗湿疹主要外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

胺药,虽然有一定疗效,但远期效果不佳[3]。近年来大

量文献报道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疗效确切[4-8]。为进一步

把握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选穴规律及核心穴组,笔者

采用数据挖掘技术,对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处方进行

数据统计分析,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。 

 

1  资料与方法 

1.1  检索策略 

    检索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、维普期

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从 2010 年

10月至2020年 10月的针灸治疗成人慢性湿疹的中医

临床研究文献。以“湿疹”为主题词,以“针刺”“火

针”“艾灸”“针灸”“穴位注射”“穴位埋线”“刺络放

血”“刺络拔罐”为关键词进行检索。 

1.2  纳入标准 

    ①针灸治疗成人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文献;②针

灸疗法为主要治疗方案,其他疗法可作为配合;③符合

慢性湿疹的诊断标准以及疗效评价标准。 

1.3  排除标准 

    ①病例中包含＜18 岁患者的文章;②综述类文献、

个人经验介绍和评论、个案报道类文献、动物实验研

究类文献;③若有重复发表的论文,取其中 1 篇;④无

法获取全文的文献。 

1.4  穴位名称规范化 

    参照《腧穴名称与定位》[9]对穴位名称及归经进

行规范化处理。 

1.5  数据提取与处理 

    按照以上标准,共纳入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临床

文献98篇,其中11篇文献涉及辨证分型或不同部位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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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方案,为 1篇多方的文献,提取处方 29 条。其余文献

为 1 篇 1 方的文献,提取处方 87 条,共得处方 116 条。

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电子表格建立针灸治疗慢

性湿疹针灸处方数据库,运用 SPSS Statistics 24.0 

及SPSS modeler 14.1数据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[10-11]。 

 

2  结果 

2.1  针灸疗法治疗慢性湿疹一般情况 

    本研究共纳入98篇文献,其中69篇为单用1种针

灸疗法,包括火针、穴位注射、毫针针刺、艾灸、刺络

拔罐、梅花针、穴位埋线,29 篇为 2 种或 3 种针灸方

法联合治疗。统计 98 篇文献中针灸治疗方法频次,其

中应用火针 32 篇,穴位注射 27 篇,毫针针刺 23 篇,刺

络拔罐17篇,艾灸 16篇,梅花针叩刺8篇,穴位埋线5

篇。各种针灸选穴各有特点,选穴前 5 位腧穴见表 1。 

表 1  针灸疗法治疗慢性湿疹一般情况 

措施 篇数 处方数 用穴数 前 5位腧穴(≥3次) 

火针 32 33 23 
阿是穴(33),肺俞(4),

血海、膈俞、风市(3)

穴位注射 27 33 17 

曲 池 (18), 足 三 里

(14),血海(10),长强

(6),合谷(5) 

毫针针刺 23 33 38 

血海(28),曲池、足三

里(27),三阴交(20),

阴陵泉(17) 

刺络拔罐 17 18 9 阿是穴(11),肺俞(5)

艾灸 16 19 18 

阿 是 穴 (8), 足 三 里

(5),曲池、百会、脾俞、

肾俞(3) 

梅花针叩刺 8 8 4 阿是穴(7) 

穴位埋线 5 7 16 
足三里(6)、曲池、三

阴交(5)、血海(4) 

2.2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穴位频次分析 

    98 篇文献的腧穴处方进行用穴次数和频率分析,

合计使用腧穴 56 个,使用次数总计 468 次。应用频次

前 5 位腧穴分别是患处阿是穴、曲池、血海、足三里、

三阴交。应用频次大于5次的腧穴有18个。详见表2。 

2.3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特定穴应用分析 

    56个腧穴中,特定穴42个,占比75%,涉及12类特

定穴,合穴的使用频次最高,累计频次 128 次,频率

27.35%(123/413),其次为交会穴和背俞穴。详见表 3。 

表 2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穴位频次分析 

序号 腧穴 频次 占比(%) 处方占比(%) 

1 阿是穴 64 13.68 55.17 

2 曲池 52 11.11 44.83 

3 血海 47 10.04 40.52 

4 足三里 45  9.62 38.79 

5 三阴交 30  6.41 25.86 

6 合谷 22  4.70 18.97 

7 阴陵泉 21  4.49 18.10 

8 肺俞 16  3.42 13.79 

9 脾俞 16  3.42 13.79 

10 膈俞 12  2.56 10.34 

11 大椎 11  2.35  9.48 

12 太冲 9  1.92  7.76 

13 风市 8  1.71  6.90 

14 丰隆 7  1.50  6.03 

15 太溪 6  1.28  5.17 

16 肾俞 6  1.28  5.17 

17 长强 6  1.28  5.17 

18 阳陵泉 5  1.07  4.31 

表 3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特定穴应用分析 

特定穴 用穴个数 频次 频次前 3位腧穴(次) 

合穴 7 128 曲池(52),足三里(45),阴陵泉(21)

交会穴 12 65 三阴交(30),大椎(11),长强(6) 

背俞穴 8 60 肺俞、脾俞(16),膈俞(12) 

下合穴 3 51 足三里(45),阳陵泉(5),委中(1) 

原穴 4 41 合谷(22),太冲(9),太溪(6) 

络穴 7 25
丰隆(7),长强(6),偏历、内关、外

关(3) 

输穴 4 21 太冲(9),太溪(6),神门(4) 

募穴 4 10 天枢(4),关元(3),中脘(2) 

八脉交

会穴 
4 8 内关、外关(3),公孙、照海(1) 

八会穴 2 7 阳陵泉(5),中脘(2) 

经穴 2 4 昆仑、商丘(2) 

荥穴 1 3 内庭(3) 

2.4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腧穴归经分析 

    56 个腧穴共涉及除手太阳小肠经外的十一条正

经、任督二脉、经外奇穴、阿是穴。足太阴脾经应用

频次最高为101次,其次为手阳明大肠经,累计频次81

次。足太阳膀胱经用穴数量最多,为 10 个。详见表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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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腧穴归经分析 

经脉 频次 占比(%) 腧穴数 前 3位腧穴频次(次) 

脾经 101 21.58 5 
血海(47),三阴交(30),阴陵

泉(21) 

大肠经 81 17.31 4 
曲池(52),合谷(22),手三里

(4) 

膀胱经 63 13.46 10 肺俞、脾俞(16),膈俞(12)

胃经 63 13.46 7 
足三里(45),丰隆(7),天枢

(4) 

督脉 31  6.62 7 
大椎(11),长强(6),百会、身

柱(4) 

胆经 15  3.21 3 
风市(8),阳陵泉(5),风池

(2) 

任脉 15  3.21 8 
关元(3),会阴、中脘、下脘、

气海、神阙(2) 

肝经 11  2.35 2 太冲(9),蠡沟(2) 

肾经 10  2.14 3 太溪(6),阴谷(3),照海(1)

心包经 3  0.64 1 内关(3) 

心经 4  0.85 1 神门(4) 

奇穴 3  0.64 2 肠风(2),十宣(1) 

肺经 1  0.21 1 尺泽(1) 

三焦经 3  0.64 1 外关(3) 

2.5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使用经穴关联规则分析 

    采用 SPSS Modeler 14.1 软件对纳入处方中的 56

个腧穴,选取置信度≥85%、支持度≥15%的关联群列表。

经穴中支持度最高的二联关联群为曲池-血海

(40.52%),三联关联群为曲池-足三里-血海(33.62%)。

网络图中连接两个腧穴的线条越粗表示穴位之间的配

伍应用强度越强,其中曲池-血海-足三里的相关性最

强,可直观地了解腧穴的配伍关系。详见图 1,表 5。 

 

图 1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腧穴整体分层网络图 

表 5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使用经穴关联规则分析 

前项 后项 支持度(%) 置信度(%) 提升 

血海 曲池 40.52 87.23 1.95 

足三里 曲池 38.79 86.67 1.93 

足三里-曲池 血海 33.62 87.18 2.15 

足三里-血海 曲池 32.76 89.47 2.00 

三阴交 足三里 25.86 90.00 2.32 

三阴交 血海 25.86 86.67 2.14 

三阴交-足三里 血海 23.28 85.19 2.10 

三阴交-血海 足三里 22.41 88.46 2.28 

三阴交-曲池 足三里 21.55 88.00 2.27 

三阴交-曲池 血海 21.55 88.00 2.17 

阿是穴-曲池 血海 19.83 86.96 2.15 

合谷 曲池 18.97 90.91 2.03 

阿是穴-血海 曲池 18.97 90.91 2.03 

阴陵泉 血海 18.10 90.48 2.23 

阴陵泉 足三里 18.10 85.71 2.21 

阿是穴-足三里 曲池 16.38 94.74 2.11 

阴陵泉-血海 足三里 16.38 89.47 2.31 

阿是穴-足三里 血海 16.38 89.47 2.21 

阴陵泉-足三里 血海 15.52 94.44 2.33 

2.6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高频腧穴聚类分析 

    对数据库内频数≥5 的腧穴进行聚类分析,得到

聚类分析树状图。树状图提示当组间距离为 10 时,可

将腧穴大致分成 3 类,第 1 类为“阿是穴”,第 2 类为

“血海、足三里、曲池”,第 3 类又可分为两小组,其

中“阴陵泉、三阴交、合谷”为 1 组,其余腧穴为 1

组,结果见图 2。 

 

图 2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高频腧穴聚类分析树状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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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讨论 

    湿疹在中医学中归属于“湿疮”“浸淫疮”范畴。

《圣济总录》中提到“论曰心恶热,风热蕴于心经,则

神志躁郁,气血鼓作,发于肌肤而为浸淫疮也”。说明浸

淫疮的发病由风热之邪侵犯六经所致。明代陈实功《外

科正宗》:“血风疮,乃风热、湿热、血热三者交感而

生。”表明湿疹有风、湿、热邪交杂致病。清代吴谦的

《疡科心得集》:“湿毒疮……此因脾胃亏损,湿热下

注,以致肌肉不仁而成。”着重提出脾胃亏损和运化功

能失调在湿疹发病中的重要作用。该病以禀赋不耐、

风湿热邪阻滞肌肤有关[12-13],而慢性湿疹因脾虚失运,

湿热内生,同时肌表受邪,内外因素共同为患,病邪久

稽,则伤阴化燥,虚瘀交错[14-15],故针灸治疗慢性湿疹

主要原则是健脾除湿、养阴润燥、活血祛风止痒[16-17]。 

    通过穴位归经分析发现针灸治疗慢性湿疹常用经

脉有足太阴脾经、手阳明大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足

阳明胃经。足太阴脾经应用经穴频次最多,“诸湿肿满,

皆属于脾”“脾主运化”,脾的运化功能与慢性湿疹的

发生关系密切,因此慢性湿疹的治疗常从脾论治,脾经

中的三阴交、阴陵泉相配可起到健脾利湿的功效,配血

海以活血祛风。手阳明大肠经为多气多血之经,湿疹的

发生与风湿热邪阻滞肌肤有关,“治风先治血,血行风

自灭”,取曲池、合谷等穴以疏通大肠经气血,同时具

有清热凉血、祛风止痒的功效。肺俞、脾俞等穴可补

脏腑之气,从而起到祛风止痒、健脾祛湿的作用,膈俞

为八会穴中的血会,取之可活血祛风止痒。 

    针灸治疗慢性湿疹前 5 位腧穴为阿是穴、曲池、

血海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。皮损处阿是穴的使用频次最

高,有 64 次。慢性湿疹病久皮损处气血瘀滞,取阿是穴

以疏通局部经络气血。在使用阿是穴的处方中,应用最

多的针灸疗法为火针,有33条,其次为毫针围刺13条,

刺络拔罐 11 条。曲池应用频次 52 次,仅次于阿是穴,

为治疗慢性湿疹的要穴,曲池为手阳明大肠经五输穴

之合穴,功善清热解表、疏风消疹,结合阳明经具有多

气多血的特点,本穴可调理经络气血。血海为足太阴脾

经腧穴,血海可疏调脾经气机,调节脾的运化功能,亦

可活血养血祛风。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之合穴,为健脾

补虚要穴,取足三里可调节脾胃的功能,从而起到健脾

化湿的作用。三阴交为脾肝肾三经交会穴,取其可调节

脾肝肾三经的功能,湿疹日久常致阴虚风燥,故取三阴

交补益脾气,养阴润燥。治疗慢性湿疹重用五输穴中的

合穴、交会穴、背俞穴等特定穴,合穴为脏腑经气汇集

之处,交会穴有治疗多条经脉的作用,背俞穴为脏腑经

气输注于背部腧穴,以上特定穴可疏通经气,调和气血。 

    在治疗方法上,治疗手段多样,主要包括火针、穴

位注射、毫针针刺、刺络拔罐、梅花针叩刺、艾灸等。

大量临床研究表明,火针疗法治疗慢性湿疹可改善湿

疹患者临床症状及预后[18]。火针取穴多以局部阿是穴

为主,火针迅速刺入皮损局部,可以起到活血化瘀、清

热除湿、通经活络、消肿散结的功效[19]。火针携高温

在病变局部刺入,使针体周围微小范围内病变组织被

灼至炭化,从而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,起到疏通松

解粘连组织的作用[20]。现代研究[21]发现,Th2 亚群功能

亢进是慢性湿疹发病重要的环节,火针疗法可使失衡

的 T 淋巴细胞得以恢复,从而起到调节机体免疫功能

的作用。穴位注射治疗慢性湿疹多使用激素类、中药

类、维生素类注射剂或自体血,此方法能发挥药物或自

体血和针刺的双重作用,常取曲池、足三里、血海等穴。

研究[8]表明,自血疗法可以刺激人体免疫系统,调节患

者免疫功能。毫针针刺通过针刺穴位以调节脏腑功能,

疏通局部气血,从而使皮损恢复,多以祛风清热、健脾

祛湿、养阴润燥为取穴原则,应用前 5 的腧穴为血海、

曲池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阴陵泉。刺络拔罐法多取皮

损处阿是穴,用皮肤针点刺或叩刺出血后拔罐。刺络拔

罐可疏通患处的气血瘀滞,起到行气活血、通经活络、

止痒止痛的功效[22]。梅花针叩刺具有改善皮肤微循环、

促进炎症物质的吸收,调节免疫系统的作用[5]。现代研

究[23]表明,艾灸能增加人体的自然杀伤(NK)细胞含量,

降低体内白细胞介素(IL)-1、NO 等水平,增强机体免

疫力。综上可知,针灸治疗慢性湿疹时,常以火针、刺

络拔罐、梅花针叩刺、艾灸等方式针对皮损处阿是穴,

针至病所,从而起到疏通局部经络气血的作用;毫针针

刺通过经络辨证取穴,根据个体不同证型辨证加减取

穴;穴位注射采用经络辨证取穴及经验取穴。针灸疗法

调节免疫系统功能,可能是治疗慢性湿疹机制之一。 

腧穴配伍方面,通过关联规则分析可以得到19个

腧穴关联群,这些关联群主要体现了按经配穴法及上

下配穴法,其中支持度最高的二穴关联为曲池-血海,

支持度为 40.52%,置信度为 87.23%,三穴关联则为曲

池-血海-足三里,支持度为 33.62%,置信度为 87.18%。 

由此可见,除了皮损处阿是穴外,此两种穴位配对在临

床上使用广泛且疗效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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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聚类分析看,第 1 类为患处阿是穴,第 2 类包括

血海、足三里、曲池,这与关联规则中支持度最高的 3

穴关联相一致,此 4 穴在慢性湿疹的治疗中使用频率

最高,可作为主穴使用。第 3 类又可分 2 组,可作为配

穴加减应用。第 1 组为阴陵泉、三阴交、合谷,体现了

本经配穴法和上下配穴法的应用,阴陵泉、三阴交皆为

足太阴脾经腧穴,为健脾祛湿常用穴对,合谷为手阳明

大肠经原穴,功善解表清热,理气活血,3 穴在临床上

使用广泛,为治疗慢性湿疹重要配穴。第 2 组又可分为

肺俞、膈俞、脾俞,其他诸穴 2 个小组,肺俞、膈俞、

脾俞皆为足太阳膀胱经之背俞穴,背俞穴为脏腑之气

输注和汇聚于背部的腧穴,肺主皮毛,取肺俞可祛风止

痒,养阴润燥,脾俞可健脾利湿,膈俞为八会穴之血会,

能加强主穴血海活血祛风止痒功效。其他诸穴中如瘙

痒明显或夹热证患者,可选大椎采用刺络放血法或毫

针法,泻阳经火热,肝经有热或肝郁气滞选用太冲穴,

肛门湿疹选取长强穴,瘙痒严重可加用风市穴,肾阴亏

虚选取肾俞、太溪。 

   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,针灸治疗成人慢性湿疹注重

患处取穴,选取患处阿是穴以疏通局部经络气血,临床

上常用火针疗法、毫针围刺法、刺络拔罐法、梅花针

叩刺法;循经取穴以足太阴脾经、手阳明大肠经、足太

阳膀胱经、足阳明胃经为主;注重特定穴中合穴、交会

穴、背俞穴的应用;取穴以阿是穴、曲池、血海、足三

里为主,根据主症兼症、辨证情况进行加减配穴从而起

到健脾除湿、养阴润燥、活血祛风止痒作用。 

    本研究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为临床治疗慢性湿疹的

取穴、配伍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,分析针灸治疗慢性湿

疹的选穴规律,为临床治疗和临床研究提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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